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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九章，第一章“文脉无尽”，从总体上囊括中华文明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文脉追求在美术
活动中的反映；第二章“生生不息”阐释中华文明对于生命意志从肉体上到精神上子子孙孙、永无穷
尽的不懈追求；第三章“形象工程”，主要以建筑艺术为例，阐述国家、地方、家族在形象工程中所
体认的文脉传承和香火延续的意识形态；第四章“以和为贵”；第五章“亲近自然”，重点讨论晋唐
宋元的书法、绘画(主要是山水、花乌画)以及历代园林建筑中所体认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精神；第六
章“宗教精神”，主要阐述外来的佛教文化、佛教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及融化；第七章“走进现代”，
主要论述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经由唐宋古典期后进入到明清现代期，在价值观念和创作形式上的创新
及所带来的危机；第八章“君子好色”，通过对中国美术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剖析；第九章“技进
乎道”，主要介绍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及其在人们日常起居饮食生活中潜移默化地传播传统文脉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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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建融 
    1949年生，上海人。
1980年毕业于上海师大物理系。
1984年毕业于浙江美院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
长期从事美术史论研究、书画鉴定和美术教育工作，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投，士生导师，上海市九
届、十届政协委员，上海市十五规划文学、艺术、新闻学科评审委员，《大辞海》编委暨美术卷主编
，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美术史》十二卷编委暨宋代上、下卷主编，清代上、下卷副主编，
获2001年“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国家优秀图书奖、国家优秀艺术图书一等奖。
其他专著和画集有《中国绘画》、《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毗庐精舍集》、《徐建融山水化卉扇
册》、《徐建融山水花鸟图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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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到了两宋，收藏、鉴赏书画，更成为遍及朝野的社会普遍风气。
一方面，由于文治的大兴，所谓崇文抑武，使得对于书画艺术品的鉴赏更加诗情化，尤其是鉴赏者的
身份，不限于一般的“鉴识艺人”，而有许多文人参与了进来。
另一方面，由于鉴藏的方式，不再局限于皇家的存档，而有了流通的意识，因此，题跋的形式，也就
不再局限于押署签名，而发展成为品题分析，把鉴识人的意见，由口头的变成了文字的。
因此之故，书画题跋也进入了鼎盛的时期。
当时人的题跋之多，水平之高，堪称空前绝后，这些题跋文字，多为当时、后世人辑为专门的题跋文
集，如《东坡题跋》、《山谷题跋》、《海岳题跋》、《无咎题跋》等等。
这些收在文集中刊行的题跋，虽不一定都是题在作品（包括裱件）上的，但直接题在作品（包括裱件
）上的应该也不在少数。
从参与题跋者的成员来看，又多为文化修养极高的书画家、文学家，而不再只是工匠性质的鉴识艺人
或一般的文职官员，因此，其题跋文字的精彩，自然也高出唐之前多多。
书画鉴赏的题跋，从此亦由短跋而长题，由叙述性而诗情化。
这一传统，一直为元、明、清人所延续、发扬，直到20世纪的前半期。
  不过，相对而言，宋、元人的题跋，所注重的是对所题作品的优劣评价，主要是优美的赞赏；而明
、清人的题跋，除对所题作品的优劣评价之外，由于作伪的风气大炽，更侧重于对真伪的鉴定，主要
是真迹的论证。
由此，题跋者的身份，除书画家、文学家之外，更加入了鉴定家，成为书画题跋活动中的重要角色。
  题跋的文字内容，有简短的短款、短跋和长篇大论的长题两种，但在后世的发展中，短跋已非常之
少，近乎不见，而长跋则成了主要的方向。
这是因为仅署短跋，在上古时代是可以被满足的，因为当时的鉴识，对于真伪、优劣的意见，出于皇
家收藏的原因，只需通过归档表现出来，而无须在题跋中写明。
但从宋、元尤其是明、清之后，书画收藏不再是深锁在皇室的档案中，而是在友朋问、市场上流通的
，如果仍仅署简单的短跋，究竟又能说明多少问题呢？
诚然，作品署上了鉴赏者的姓名，表明这件作品曾经某某人的过目，但这某某人对该作品真伪、优劣
的评价又如何呢？
书画鉴赏题跋的目的，一旦走向了社会，走向了市场，便是为了对某一件作品作出真伪、优劣的评价
，确认它的价值，才更便于传承、流通，所以，毫无疑问，仅有短跋的押署姓名、年月是远远不能被
满足的，它必须以长篇大论来表明鉴识者对这件作品的评价，摆事实，讲道理，由表及里，由浅人深
，或赞扬它的美，批评它的劣，或鉴定它的真，考订它的伪，没有这些内容的题跋，就不是完美的题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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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美术读本》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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